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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花开季。
望着街边一树树盛开的紫荆花，仿佛看到故乡如雪

似玉的槐花，记忆如潮水般漫涌，将我带回了那段与槐
花紧密相连的童年美好时光，心想：“家乡的槐花也开了
吧！”

家乡人喜栽槐树，农村的房前屋后总有它的身影。
家有槐树，记录下家家户户的悲欢离合，饱含着家人四
代同堂的日月星转。古老的树冠高高地站着，迎风而
立，遥望四周，参天到惊人。它似乎早已成为每家每户
的精神宫殿，成为伫立在民间的乡村博物馆，沉淀着浓
浓的乡愁。

每到槐花盛开的时候，花香四溢。乡亲们忙着晾晒
槐花、喧闹着喜食槐花，一派欢喜的景象。

“丽子，钩槐花去了。”天还蒙蒙亮，随着父亲的一
声吆喝，年幼的我从梦中醒来，跳下床，随着父亲扛起
长长的竹竿，乐颤颤，雄赳赳，气昂昂钩槐花去！

竹竿顶端绑着一个铁钩，从一片白色的花海中轻轻
一钩，那缀满花朵的树枝便被拉到眼前。那一刻，我飞
快地捡着落下的槐花枝，放进随身带来的竹篮里。手忙
脚乱之际，只感觉到脑袋上槐花飞散，“叮咚”一下，这
一点，那一点。我摸着被砸的脑袋，张开手掌，迎接从
天而降的精灵，欢呼着、雀跃着，“下雨了，好香的槐花
雨！”奶奶和妈妈都被我活泼顽皮的样子逗笑了。有时，
树枝太高，父亲就会亲自上阵，用他那布满老茧的双手
把我高高举起，我立刻站到粗壮的树枝上，将一串串槐
花折下。一把把水灵灵、粉嘟嘟的槐花从奶奶、妈妈手
中撸下来，落在箩筐里，处处洋溢着满足、欢乐和祥和。

收获了这些鲜香的槐花，我觉得最有趣的吃法，就
是将槐花生吃。我们把槐花的白色花瓣剥去，露出嫩白
或粉红的花蕊梗，丢到嘴里甜滋滋的，极是解馋。槐花
生吃是极讲究的，掉在地下的不能吃，放久的不能吃，
只有成串从树上刚摘下的才行。在那个缺油少盐的年
代，这看似寡淡的吃法，却成了我儿时关于美食的记
忆，那独特的口感和味道，让离开故乡二十多年的我依

旧回味无穷。
用作入餐的槐花还可以用来煮汤。母亲把刚摘下的粉嘟嘟的槐花用清

水冲洗一下，撒上两把面粉搅拌，放到锅里油炒至金黄色，再倒入水烧
开，打上两个鸡蛋，放上葱花及各种调料，色香味俱全的槐花汤就可以端
上桌了，一股清新的甜味扑鼻而来。

还有，就是用槐花蒸着吃或做槐花窝窝头了。做槐花窝窝头时最讲究
技巧，放水多了太软，少了又容易硬。母亲做的槐花馅最好吃。只见她把
面团揉好后，放在温暖的地方发酵。等待面团发酵的时间里，将洗净的槐
花剁碎，加入一点剁碎的葱花、几滴珍贵的香油，再撒上适量的盐和五香
粉，搅拌均匀……当蒸笼的盖子被掀开，整个厨房都弥漫着槐花的香气和
窝窝头的麦香。这时，我会迫不及待地叫上几个小伙伴，跑向村头的老槐
树下，与嬉戏的小伙伴们争抢着，交换印有各自母亲手指印的槐花窝窝
头，那时的我最得意，因为我的窝窝头最抢手。

槐花花期只有一周，要想久放，只有晾晒干。刚掉下花苞的槐花是储
藏的最佳之选，将刚摘下的槐花在热水中一过，捞出挤水晾干，寒冬时拿
来煮汤，美味可口不减当初。

槐花盛开时，几十个蜂箱摆开，黑压压飞的都是蜜蜂，我和小伙伴们
喜欢伸头探脑地看养蜂人驯蜂、割蜜。

现在，槐花只是家乡人桌上偶尔的“野味”了，但在物质和精神相对
贫乏的童年，槐花给了我无限的快乐。

……
我下意识地抿了一下嘴巴，同事拍了一下我：“喂，想什么了，你？”

“母亲一定正在忙着晾晒槐花！”我自言自语道。
泪眼朦胧中，母亲仍固执地晾晒着槐花，固执地每年都寄给千里之外

也已当妈妈的我。
“丽子吃饭了——”“丽娃回家哟——”我似乎听到奶奶的呼喊，闻到

槐花特别的香味。
此刻，我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那个久违的村庄。
只不过，老槐树依旧，而奶奶早已离开人世。

5 月 13 日，在三江
侗族自治县同乐苗族乡
集市上的一家刺绣作坊
内，“90后”侗族绣娘石
侗 娟 正 专 注 绣 制 一 幅

“哪吒”作品。彩色丝线
在她的指尖交错，传统
侗绣技艺与时下流行元
素在一针一线间交融。

1990 年出生的石侗
娟，6岁就能独立完成一
件刺绣作品。2010 年，
她拜自治区非物质文化
遗产侗族刺绣代表性传
承人韦清花为师，立志
将侗绣技艺传承下去。

如今，她不仅成为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传承人，还自己拍
摄上传短视频，通过镜
头展技艺、秀生活，吸
引上万粉丝关注。“制作
短视频都是自己慢慢摸
索的，没想到能带来这
么多关注。”凭借短视频
和线上直播，石侗娟收
获了 5000多名“因绣结
缘”的网络客户，刺绣
订单从四面八方纷至沓
来。

石侗娟还积极带动
乡邻一同刺绣。“乡里的
女同胞闲暇时接一些刺
绣 订 单 ， 可 以 贴 补 家
用。”石侗娟说，手艺好
的绣娘一个月能挣 4000
元至5000元。

近年来，同乐苗族
乡持续优化“公司+基
地+农户”产业链条，建
成侗族刺绣传承基地，
吸纳千余名妇女从事刺
绣相关工作。同时，当
地还积极探索“非遗+产
业”“非遗+文旅”发展
路径，在促进技艺传承
的同时，提升传统文化
的现实价值与市场潜力。

从个人坚守到带动
一方，石侗娟以实际行
动诠释了新时代“手艺
人”与“守艺人”的双
重身份，也让侗绣这门
古老技艺焕发新的生机。
全媒体记者 吴倩雯
周宁 报道摄影

日报消息（全媒体记者李汶
璟） 近日，第 104 届 ADC 年度奖
获奖名单公布，由设计师潘焰荣
设计，柳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
会、柳州市摄影家协会编，广西
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柳州传统服
饰图录》 获ADC年度奖·金立方
奖，《柳州传统服饰图录》是全球
5个图书设计金奖之一。

《柳州传统服饰图录》 由柳
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柳州
市摄影家协会编，广西教育出版

社出版，并由设计师潘焰荣设
计，既承载着对当下民族文化的
鲜活记录，更饱含着对传世典籍
的深切致敬。在千年历史长河的
传承中，柳州传统服饰反映了桂
中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折
射出多姿多彩的中华民族文化。
本书记载了柳州传统服饰在艺
术、文化、审美、工艺等领域的
珍贵资料。在本书作者采集拍摄
的一件件服饰里，饱含对先辈的
追忆、对亲情爱情的承诺、对美

好生活的追求，以及对社会成员
的彼此认同。

《柳州传统服饰图录》 的护
封及辑封页用渐变彩色棉线车缝
于深蓝色麻纹纸，线条飘出书口
形成彩色流苏。封面书名采用激
凸工艺，弱化文字，突出棉线与
彩条。扉页等用灰色纸双色印
刷，彩图页用米白色涂布纸四色
印刷，质感对比强烈。每章辑封
页标题运用银墨印刷呼应银饰，
搭配彩色手工蜡光纸，让书籍兼

具地方特色与时尚感。
据悉，ADC 年度奖是全球创

意行业最具权威性和历史性的奖
项之一。该奖项涵盖广告、数字
媒体、人工智能、平面设计、包
装、动效、游戏、建筑、摄影等
多个创意领域，致力于表彰具有
卓 越 创 意 和 艺 术 水 准 的 作 品。
第 104 届 ADC 年度奖共收到来自
59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935 件参赛
作品。

日报消息 （全媒体记者韦苏玲
报道摄影） 5月18日，2025年龙城阅
甫作家读书分享会第 2期在市图书馆
三中馆进行，以“在时间与空间的交
错中寻找切入点——中渡古镇历史人
文探源”为主题，与广大书友分享朱
英玉的新书《万翠抱珠——柳州中渡
古镇》。

“非虚构作品是对印象的一种
确认，靠你的诚实呈现世界，观察
时要留意细节，要给你的人物、处
境、判断创造一个富有深度的、个
性化的主观印象。”朱英玉分享创作
经历时谈到，创作中她尝试抓住有
效细节，试图从细节链接到中渡古
镇，寻找与之相通的地方呈现中渡人
的生活状态。

市作协副主席、鹿寨县文联主席
廖献红从“诗意的中渡”与“中渡的

诗意”两方面谈了体会。她说，被书
写和拍摄过的村庄更具有精神内核，

《万翠抱珠——柳州中渡古镇》 这部
作品对中渡古镇的旅游业起到了推进
作用。

柳州市散文学会会长、市作协副
主席周日任认为，《万翠抱珠——柳
州中渡古镇》采用写实与浪漫结合的
写作手法，朱英玉笔下再现了中渡古
镇作为“四十八山

弄明珠”的历史厚重
感。

据悉，《万翠抱珠——柳州中渡
古镇》 入选“广西村落文化丛书”
（第一辑），“广西村落文化丛书”是
“广西优秀传统文化出版工程”系列
丛书之一。朱英玉，笔名婴语，曾在

《柳州晚报》 开设专栏“小朱有约”，
公开发表各类作品约150万字。

日报消息（全媒体记者韦苏
玲、通讯员黄妮亚） 5 月 11 日，
由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和广西书
画院主办的新大众文艺视野下的
农民画研讨会召开。围绕“新大
众文艺视野下的农民画”主题，
我市与会代表吴桂贞、陈玉秋参
与讨论了农民画的定义与命名、
艺术特色和未来挑战、人民性与
时代价值、产业化与国际传播等
方面的内容。

柳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吴桂贞深有感触地谈到，她见证
了三江农民画30年的发展。“我特

别关注新大众文艺视野下如何保
护农民画队伍中农民身份作者
（原生地作者） 的创作积极性问
题。”吴桂贞说，当前，农民画作
者队伍呈现多元化趋势，既有传
统农耕背景的创作者，也涌现出
返乡青年、跨界艺术家等新群
体。队伍多元化给农民画带来新
视角，提升农民画的层次。

三江农民画家代表陈玉秋在
发言中表示，她在三江农民画创
作中，努力将乡土美学与当代审
美进行巧妙融合，这些扎根于侗
族民俗的质朴笔触，既延续了农

耕文明的集体记忆——鼓楼、梯
田、芦笙舞被凝练成符号化的视
觉语言，又通过丙烯颜料、抽象
构图等现代手法，完成了传统艺
术媒介的当代转译。

“这种双向重构证明，农民
画的活力正来自对传统的创造性
解码，而非简单的遗产标本式保
存。”陈玉秋提到，新大众文艺视
角下，三江农民画创作者正以

“非遗+文创+企业+传承+学校”5N
模式的实践打破边界——将侗绣纹
样转化为时尚 IP，让祭祀图腾跃上
城市壁画，在保留“拙趣天成”本

真性的同时，激活了乡土艺术参与
公共文化建构的新可能。

“希望能得到更多支持，为
农民画创作者提供培训、数字工
具和展示平台，帮助其适应数智
时代的创作与传播。”吴桂贞说，
希望更多的跨界合作，鼓励专业
艺术家与农民创作者“对话”，在
保持内核的前提下探索新媒介表
达，如数字藏品、VR 场景化展
览；更希望文艺评论家做好农民
画发展的“翻译官”“助推手”，
把“地气十足”的民耕智慧编译
成当代“潮文化”。

家
乡
的
槐
花

□
贾
丽

细腻笔触直达古镇深处

龙城阅甫作家读书分享会畅谈新书
《万翠抱珠——柳州中渡古镇》

读书分享会现场读书分享会现场。。

探讨三江农民画的发展
我市文艺家参与新大众文艺视野下的农民画研讨会

斩获第104届ADC年度奖·金立方奖

《柳州传统服饰图录》获殊荣

一针一线绣传承
——记“90后”侗族绣娘石侗娟绣出致富路的故事

石侗娟历年来通过刺绣收获许多成绩和认可石侗娟历年来通过刺绣收获许多成绩和认可。。

石侗娟在自己的刺绣作坊内忙碌石侗娟在自己的刺绣作坊内忙碌。。

石侗娟为顾客挑选针线石侗娟为顾客挑选针线。。

石侗娟石侗娟（（中中））与贵州绣娘们交流刺绣技法与贵州绣娘们交流刺绣技法。。


